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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江西自清光绪七年(1881)《江西通志》刊行以来，省志已失修100多年。民国

期间，虽设立江西省通志馆，并有馆长吴宗慈等人勉力重编，终未能定稿刊行。

建国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50年代积极倡导修志，国

家设立中国地方志小组总揽其事，但受当时政治、经济等因素制约而成果甚微，

江西仅纂成金溪、奉新等16部县志，未着手省志编纂。“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
地方志小组停止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风起，国运日盛，中共中

央书记处适时批准恢复中国地方志小组(后更名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活
动，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先后颁发文件，重加倡导，修志遂成全国热潮。中共

江西省委因势利导，于1983年12月批准成立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以指导

全省各地修志，组织省志编纂。1988年1月省人民政府正式部署《江西省志》编

纂任务。到1993年3月，全省大多数县、市已完成本届修志任务，新编《江西省

志》的各种专志也陆续纂定付梓。
《江西省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全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

实事求是地反映其本来面貌；遵照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正确估价工作中的成绩和失误，体

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

能发展中国的客观真理。

《江西省志》由省地方志编委会统一编纂方案、行文规则和审稿编排，由省

直有关部门和单位分头承编。为便于组织协讽，加快编纂进度，突出江西特点，
增大信息容量，提高使用价值，节约经费开支，《江西省志》采用丛书结构形式，

侧重考虑各专志的相对独立性，不过分拘泥于全书的整体性。全书由大事记、各

专志、人物志组成，各专志一般设序言、凡例、概述、专业内容、人物、大事纪年、
附录和编后，分则自成一体，合为全省通志。志目设置方面，不强求“事以类从，

类为一志”，基本上一个部门一志。例如，工人、青少年、妇女、工商、华侨等组织
和台联、侨联、科协、文联、社联等团体，本应统合为社会团体志，为便利编纂，现

多数分别立目，科协、文联、社联则依次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科学等志中
记述；旧政权志、苏区志、人民代表大会志、人民政府志，理当归并为政权志，考

虑到旧政权与人民政权有本质不同，政权与政府有别，苏区又是江西的一大特

色，故而分设四志；此外，从突出优势产业着眼，将铜业、钨钽铌业从冶金工业中

析出，将纺织、陶瓷、烟草业从轻工业中析出，各自设志。内容方面，一些全局性
内容和交叉性内容，允许各专志从本专业角度适当记述；科技、教育既在科学技

术志、教育志中作宏观展示，又在许多专志中作微观反映。断限方面，全书通贯
古今，详今明古，侧重近现代，尤重当代。上限不限，尽可能追溯到事业或事物的



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0年，但不“一刀切”，有些专志视实际需要适当延伸。层
次方面，大多数专志只设章、节、目，但某些内容丰富、层次复杂的专志，则设篇、

章、节、目。版式方面，除统一封面、扉页和正文的字体、字号外，其他均依据不同
专志的具体情况确定。

本书各专志中涉及全省的山川、面积、人口等基本材料，以地貌、人口两部

专志的记述为依据，其他资料分别在各专志末详列所自。引文出处和需注释的

内容一般在行文中用小字交代，注文过长又不便在行文中交代的用页末注。

本书各专志按脱稿先后发排，原则上一志一册，少数篇幅过小、不宜独立成
册的则两志合为一册。除个别涉及机密的专志内部发行外，其他专志均公开发
行。

《江西省志》总纂室

1993年3月(1997年6月修订)

1．江西省大事记

2．江西省行政区划志。

3．江西省地貌志

4．江西省地质矿产志*

5．江西省气象志*

6．江西省地震志

7．江西省测绘志*

8．江西省动植物志*

9．江西省人口志

10．江西省土地志

11．江西省经济综合志

12．江西省农牧渔业志

13．江西省农垦志*

14．江西省林业志*
15．江西省水利志*

16．江西省煤炭工业志*

17．江西省冶金工业志

18．江西省铜业志

19．江西省钨钽铌工业

志*

20．江西省轻工业志

21．江西省二轻工业志

22．江西省纺织工业志*

23．江西省烟草志*
24．江西省石油化学工

业志*

25．江西省建筑材料工

业志

《江西省志》丛书志目

26．江西省陶瓷工业志

27．江西省机械工业志

28．江西省电子工业志

29．江西省军事工业志

30．江西省电力工业志*

31．江西省建筑业志*

32．江西省乡镇企业志

33．江西省交通志*

34．江西省铁路志*

35．江西省民用航空志*

36．江西省邮电志

37．江西省商业志*

38．江西省供销合作业

志

39．江西省粮食志*

40．江西省对外经济贸

易志*

41．江西省口岸管理志
42．江西省旅游志

43．江西省财政志*
44．江西省金融志

45．江西省城乡建设志

46．江西省环境保护志*

47．江西省经济计划志

48．江西省统计志

49．江西省物资志

50．江西省物价志

51．江西省工商行政志

52．江西省审计志

53．江西省标准志

54．江西省计量志

55．中国共产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

56．民主党派江西省地

方组织志

57．中国国民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

58．江西省工人组织志

59．江西省青少年组织
志

60．江西省妇女组织志

61．江西省工商组织志

62．江西省侨联志

63．江西省台联志

64．江西省政协志

65．江西省旧政权志
66．江西省苏区志

67．江西省人民代表大
会志

68．江西省人民政府志

69．江西省民政志

70．江西省外事志

71．江西省台港澳工作

志

72．江西省侨务志

73．江西省档案志*

74．江西省劳动志

75．江西省人事志*

76．江西省公安志*

77．江西省武警志
78．江西省检察志*

79．江西省法院志*

80．江西省司法行政志*

81．江西省劳改劳教志*

82．江西省军事志*

83．江西省教育志*

84．江西省科学技术志*

85．江西省社会科学志*

86．江西省文化艺术志

87．江西省艺文志
88．江西省新闻志

89．江西省出版志

90．江西省广播电视志*

91．江西省卫生志*

92．江西省医药志

93．江西省体育志

94．江西省风俗志

95．江西省宗教志

96．江西省方言志
97．江西省方志编纂志

98．江西省人物志

(加*号者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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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客观、系统

江西财政的历史和现状，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起到“资治、存史

的作用。

2、本志记述的时间范围，一般自唐代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设置江南西道起

至1990年止。按照“详今明古”的要求，有的追溯到唐代以前，记述的重点是鸦片战争

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图片至1998年止。

3、本志由述、志、图、表、传、记、录组成。概述置专业志前，大事纪年、附录置专业志

后。专业志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管理、苏区财政、人物共5编33章144节。

4、本志纪年，清代及其以前用农历，括注公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用公历。．民国时期，每自然段首次出现公元时括注民国纪年。

5、本志中的货币，中华民国及其以前为当时通用货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

中国人民银行1955年3月发行的人民币新币，原来使用的人民币旧币已经折合成人民

币新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江西省财政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91年下半

年。按照上级要求，由省财政厅组成编纂委员会(1994年8月，财政厅所属江西省税务

局分设为江西省国家税务局、江西省地方税务局，并均升格为正厅级单位后，即为省财

政厅、省国家税务局、省地方税务局3家共同组成的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先后抽

调在职干部和聘请离、退休人员10余人专司其事。从搜集资料到制定编目、分工撰稿、

广泛评审、总纂合成，最后定稿付梓，历时6载有余，筚路蓝缕，终于使江西有史以来的

第一部财政专志得以出版。

《江西省财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体例完备，分

类科学，结构严谨，表述准确，行文流畅，史料翔实，突出了地方特点，系统地记述了上白

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下迄1990年长达1200余年江西财政、税务发展、演变的历史

和现状，其间的兴衰起伏，成败得失，皆据事直书，如实反映。它填补了江西史志的一项

空白，为今人和后代留下了一部“存史、资治：教化”的专著，是我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一个可喜成果。

立足当代，详今明古。这部专志重点记述了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40多年来，江西财政工作几经曲折的发展道路，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江西财政支持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业绩。同时还单独立编，载录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

江西苏区创建根据地财政，筹粮筹款，保障供给的艰苦历程。“治郡国者以志为鉴”。通过

这部专志，有助于人们从历史的轨迹中深入了解和研究江西的省情与财情，为今后深化

财税改革，探索新路，从中找到科学依据和有益的借鉴。

江西人民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唐宋以后，进入经济繁荣、人才辈出的鼎盛

时期，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由于经济发达，江西上缴朝廷的财赋收入，曾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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